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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設備做口耳 無聲咖啡無障礙
AR眼鏡將「聽」變「看」震動手環提醒接單

「你好，請問今天有什麼推薦的咖啡嗎？」當顧客的詢問聲響起，聲音便轉化成字幕出現在

了無聲咖啡師佩戴的AR眼鏡上，指尖敲打後，「晴天薄荷綠」這款最新暢銷咖啡的名字，通

過AI輔助設備屏向消費者傳遞，研磨咖啡、調製、拉花……短短幾分鐘，顧客

拿到了由無聲咖啡師現做的暢銷咖啡，也收穫了一個溫暖又燦爛的笑容。在上

海，這家曾憑藉可愛熊爪出圈、咖啡師主要為聾啞人的熊爪咖啡引入了「AR+

AI」的智能設備組合，借助科技力量，無聲咖啡師與客人的溝通更順暢，在工

作崗位上獲得更多認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一份訂單的運作
1.客人口頭下單

2.咖啡師通過佩戴的AR眼鏡捕捉客人下單
指令聲音，並轉化為文字

3.文字呈現在眼鏡鏡面上，咖啡師可見

4.咖啡師通過簡單手勢，或者在名為「露
露在想什麼」的AI輔助設備上操作，通
過電子屏展示文字向消費者推薦咖啡

5.製作完成後，咖啡師通過電腦叫號，提
醒消費者在指定地點獲取選購產品

除了引入輔助聾啞咖啡師的科技
設備，熊爪咖啡近日在上海也開始
運營輪椅咖啡店和輪椅咖啡師培訓
基地。天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這是專門為脊椎損傷的輪椅傷友設計的咖啡店，
所有的設備都是量身定製，「就在這幾天，一位
脊椎損傷臥床 26 年的學員第一次咖啡拉花成

功，這對於我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以咖啡為媒
介，我們希望讓更多殘障人士找到興趣發展方
向。」

天天說，為了讓更多需要依靠輪椅的人士可以
實現人生價值，團隊正在加速與一個研究機器人
的團隊合作研發一款外骨骼機器椅。之所以有研
發器械的想法，是因為希望扶持更多需要輪椅人

士進行就業甚至創業。「因為輪椅使
用者在經營小店時，會面臨着空間、
移動和日常活動的不便。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我們正在研發的這款外骨
骼機器椅子，不僅可以幫助輪椅使
用者站起來，還可以像『電梯』一
樣，幫助他們達到 2 米的高度以拿
取物品，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活動能
力和便利性。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
技術創新，讓更多的人能夠擺脫身
體上的限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
和生活以及順利安全地經營自己的小
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研外骨骼機器椅 輪椅傷友也能咖啡拉花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由奈娃家族與熊爪咖啡聯
名打造的咖啡舖時，店員們正忙碌接單中。

「我想要杯咖啡可以嗎？」當問出這句話後，戴着
AR眼鏡的無聲店員很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比了一個
OK的手勢，並展示了咖啡菜單。點單後，只見店員
在特製的AI輔助設備上敲打幾下，面向顧客的溝通
顯示屏出現了「謝謝您，祝您今天愉快！」的字
句，從向店員詢問點單到等待製作拿到咖啡，前後
不超過10分鐘。

專利獲批 將無償公布原理
目前，無聲咖啡師配備的智能設備主要有兩部

分：一部分是AR眼鏡，將「聽」變成「看」，通過
眼鏡「看到」消費者的聲音，另一部分則是店舖正
在研發完善的AI輔助設備。熊爪咖啡創始人天天介
紹說，店舖自主研發的AI輔助設備由通過AI和人類
語言學調校的電子輔助控制器與顯示屏共同組成，
聾啞咖啡師通過特定按鈕操作，可以在任何顯示屏
上用文字展現出的想法，完成溝通閉環。「目前，
我們正在申請專利，一旦專利獲批，我們將無償將
這款產品原理公布，希望能夠讓更多有需要的無聲
人士使用。」
從2020年上線第一家熊爪咖啡至今，由「熊爪」

延伸而出的無聲咖啡店、輪椅咖啡店、盲人咖啡店
成為了殘障人士們的發展舞台。彼時，憑藉牆洞內
伸出的可愛熊爪，搭建起了面部燒傷「社恐」咖啡
師與社會溝通的橋樑，熊爪咖啡的爆火，也讓越來
越多的殘障人士加入到咖啡師這個職業群體中來，
工作過程中，咖啡師們也逐漸發現了一些工作掣
肘。

手環助及時響應外賣訂單
「比如無聲咖啡師如果在製作咖啡時背向點單

台，可能就觀察不到後面到來的顧客，顧客長時間

嘗試呼喚卻沒得到反應，最後可能失望而走，甚至
進行投訴。」天天坦言，無論是無聲咖啡師還是視
障咖啡師，或多或少都會經歷交流的障礙，尤其在
內地消費場所，外賣是訂單的一大來源，不能及時
接到外賣訂單，無法高效與消費者交流等問題，給
咖啡店的運營帶來困擾，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咖啡
師們的工作信心。
在熊爪咖啡運營一年後，品牌和美團工程師們一

起自主研發的「瑩瑩手環」解決了外賣訂單無法及
時響應的問題，通過和POS機進行芯片聯動，只要
有外賣訂單通知，手環就會振動三下，以提醒無聲
咖啡師們及時接收信息。

日銷量900杯 短期內將開百店
以AR眼鏡為「耳」，以AI輔助設備為「口」，無

聲咖啡師們在有聲世界中溝通障礙越來越少。香港
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該聯名店舖目前日均咖啡飲品
銷量可以達到600杯，最高單日銷量超過900杯，天
天坦言，這對於一個精品咖啡店來說，是一個相當
不錯的成績。而借助這個平台，殘障咖啡師們實現
了事業發展夢想，就業生活更得到了保障。「我們
也知道只通過熊爪的可愛形象不可能持續一個事
業，這次奈娃家族咖啡店的運營，對我們來說是一
次成功的嘗試，接下來，我們也會繼續通過聯名、
科技升級等方式，進一步拓展服務，有望在短期內
開出百店，為300至400位殘障咖啡師們創造更好的
平台和就業機會。」
無聲咖啡師嚴俊和靜靜是咖啡店內「AR+AI」設

備的首批使用者。嚴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如果
說在借助科技力量之前，與普通消費者交流會有些
不安，那麼通過這些設備輔助，就如同有了定心
丸，不用擔心錯誤理解顧客的要求，還能快速給予
顧客反饋，談及使用感受，他開心地用手語比出：
「科技真方便」。

掃碼看片

◆從向店員詢問點單到等待製作拿到咖啡，前後不超過10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AR+AI」的智能設備組合讓無聲咖啡師與客人的溝通更順暢，在工作崗位上獲得更多認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熊爪咖啡創始人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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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人賈和普與古蜀道的不解情緣

▲賈和普（右）和同行美國朋友在古蜀道上徒步。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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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咖啡師借助反射鏡製作咖啡拉花。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陽光從高大優美的樹冠中投射出明暗交織的光影，
千年古柏蔭蔽的石板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山坡上。
乍暖還寒的初春，81歲的美國女士賈和普第24次走
在這條有着上千年歷史的古蜀道上，滿頭銀髮在一片
蒼翠中格外顯眼。「我不是一個天生的徒步者，只是
因為徒步是唯一可以深度感受古蜀道的方式。」賈和
普說。
古蜀道是古代中國連接關中地區和四川盆地的一個

道路系統。它橫跨1,000多公里，蜿蜒在崎嶇的山脈

和洶湧的溪流之間，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沿途
分布着眾多自然景觀和人文風景。

寫書拍片向美國人推介古蜀道
賈和普和古蜀道的緣起要追溯到她的大學時代。選

修了中國文學與藝術課程的她被老師帶去參觀波士頓
的一個展覽。當時，一幅《明皇幸蜀圖》吸引了賈和
普的全部注意力。這幅畫相傳是中國唐代畫家所作，
描繪了唐玄宗為避安史之亂，從長安經古蜀道到四川
的場景。巨大的山脈、蒼翠的樹木、山澗的溪流和曲
折的棧道，使這幅畫顯得深沉華麗而有某種神秘感。
當賈和普了解到畫中的古道真實存在的時候，就萌生
了到中國來尋找的想法。
「它和畫裏一樣，古老、高貴、美麗。」1997

年，在閱讀了幾乎所有介紹中國旅行的英文書之後，
賈和普終於在當地嚮導的幫助下找到了古蜀道。從
此，每年春天（除疫情3年）她都會來到古蜀道徒
步，這一走就是24年。
賈和普回到家鄉費城，把自己在古蜀道上拍的照片

分享給親朋好友，還建了一個網站、寫了一本書來介
紹古蜀道。該書的封面上寫着「中國偉大的道路」。

2015年，有朋友幫助她拍攝了一個古蜀道紀錄片，
吸引了眾多志同道合的人請求和賈和普結伴同行。
今年3月18日，賈和普帶着這些朋友來到劍門蜀道

翠雲廊。這裏有一片目前存世時間最長、面積最大、
數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樹群，現存古樹7,803株，其
中古柏7,778株，古柏平均樹齡1,050年。冠蓋葱翠，
濃蔭蔽日，人在其間，如同行走於畫中，就像賈和普
當初見到的那幅中國古畫《明皇幸蜀圖》一樣。「行
走於古蜀道，就像穿越到唐代，這對我有很大吸引
力。我和唐代的人經過了同一棵樹。」古老的棧道、
沿途的牌坊、碑刻、樹木等，都深深地吸引着她。
更讓賈和普驚訝的是，古人於蜀道植柏，植柏護柏

的傳統在這裏代代相傳。從古代到現代，中國人一直
保留着古樹的保護交接紀錄。如今每一株古樹上還有
一個二維碼，掃一掃就可以知道它的生長狀態和年齡
等信息。「它們被保護得很好。我認為中國人喜歡古
樹，即使是高速公路中間的一棵樹，他們也不會砍
伐。」她說。
賈和普常說，自己喜歡古老的中國，來古蜀道有一

種穿越回唐朝，行走於畫中的奇妙感受。但她還是在
這20多年間，感受到中國的巨大變化，比如中國高

鐵可以迅速地將她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比如
中國人現在修路、修隧道都會刻意地避開這些古樹和
歷史文化遺產。
2015年，賈和普曾在翠雲廊大柏樹灣段種下了一

株柏樹苗，如今這株小樹苗已經長大。今年，她和美
國的朋友們又一起種下了兩株柏樹苗，約定來年再到
此地相會。 ◆新華社


